
王馗，中国艺术研究院
研究员、戏曲研究所所长，
博士生导师，中国戏曲学会
会 长 。《戏 曲 研 究》 主 编 ，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有突
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
哲 学 社 科 艺 术 学 重 大 项 目

《中国戏曲剧种艺术体系现
状与发展研究》 首席专家。
出 版 专 著 主 要 有 《佛 教 香
花：历史变迁中的宗教艺术
与地方社会》《偶戏》《解行
集》 等；参与主编 《中国大
百 科 全 书 戏 曲 卷 （ 第 三
版）》《昆曲艺术大典》《昆
曲艺术图典》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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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藏戏，作为中国戏曲百
花 苑 中 一 个 独 具 特 色 的 剧
种 ，形成于 14 世纪 ，流传于
青藏高原，它承载着藏族文
化的血脉，反映了藏族人民
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感情，是
藏族人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
成 部 分 。2009 年 ，藏 戏 被 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以其独具藏民族个性气质的
艺术特征而成为中国传统戏
剧艺术的代表，受到人们普
遍 关 注 。当 前 ，藏 戏 艺 术 研
究中如何梳理其艺术体系，
如何准确把握藏戏艺术的特
征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本
期讲坛邀请王馗研究员讲述
藏戏艺术体系研究的构想。

主讲人简介：

谈藏戏艺术
□主讲人：王 馗

■

作为非遗的藏戏艺术

讲 坛

■

藏戏艺术的文化品格特征

■

藏戏艺术的研究体系

2009年，藏戏被列入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至今已历12年。作
为中国少数民族戏曲中最为古老、也
是中国戏曲艺术中至为独特的戏曲形
态，藏戏始终以其独具神秘色彩的文
化品格，展示着藏民族在戏曲艺术领
域中的独特创造。特别是较之以汉族
戏曲千百年发展历史中品类繁多的声
腔剧种和艺术个性，藏戏自身的艺术
分支和流派特征亦丰富多元；较之以
中国少数民族基于民族文化而各具风
情的民族个性和戏曲生态，藏戏自身
的民族气质和文化空间亦不遑多让；
较之以中国戏曲百年来致力的现代戏
曲定位与艺术实践，藏戏自身的现代
剧场艺术与现代戏创作亦足证辉煌。
应该说，藏戏文化遗产的任何一个侧
面，都能与中国戏曲发展的重要经验
成果相互辉映，甚至因其庞大的艺术

体系而显示出藏民族创造戏曲艺术的
独树一帜。

我曾在《藏戏的文化品格与未来
的保护传承》一文中提到，“藏戏”基于
藏语方言、地域历史、族群个性、地方
风俗等原因，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
等省区拥有众多的剧种形态和艺术流
派，藏戏“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中的类目统称，不仅仅是一个具体
戏剧样式的专称，更接近于汉族戏曲
中所说的声腔系，而非仅独立的剧
种”，这就决定了藏戏的艺术保护与学
术研究更需要审慎全面地把握其文化
形态的完整性。特别是藏戏在申报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文本中，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公约》所列的五大分类别，跨

“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表演艺术”
“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三个类

别，其艺术的表现形式和空间特征迥
异于中国其他戏曲剧种。这显然强烈
地展示了“藏戏”在文化实践中的多样
性特征。

藏戏包括白面具戏、蓝面具戏、昌
都藏戏、门巴戏、巴贡戏、夏尔巴玛尼
戏（以上属西藏地区），德格藏戏、康巴
藏戏、安多藏戏、嘉绒藏戏（以上属四
川地区），黄南藏戏、果洛马背藏戏、玉
树格萨尔藏戏（以上属青海地区），南
木特（属甘肃地区），总计14个剧种；
涉及的剧种流派包括宾顿巴藏戏、扎
西雪巴藏戏、尼木塔荣藏戏（以上属白
面具藏戏），迥巴藏戏、江嘎尔藏戏、香
巴藏戏、觉木隆藏戏（以上属蓝面具
戏），巴塘藏戏、理塘藏戏、木雅藏戏
（以上属康巴藏戏），色达藏戏、南木达
藏戏（以上属安多藏戏）等总计12个。
基于剧种普查工作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对于藏戏的分类梳理，能够清
楚地看到藏戏艺术体系突出地展现在目
前相关的数据中。

事实上，从藏戏2006年列入首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后的15年，特
别是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
12年中，藏戏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长足
进步。其成就突出地展示在对其文化品
格中的“口头性”“空间性”和“表演性”的
张扬与拓展。

即以西藏自治区的藏戏保护而言，
目前全区表演团体总计154个，除了唯
一的国办院团西藏藏剧团外，153个民
营和民间演出队中，大部分是随着非遗
保护工作的推进恢复建立起来的。特别
是在这些演出团队中，构成其艺术传承
最稳定代表的是藏戏戏师。藏戏戏师，兼
容了编、导、演、鼓钹、班社组织等多元的
艺术职能，戏师既可以是藏戏剧目从经

文本转化到演出本的编剧，也可以是整
个剧目的总调度和导演，同时也掌握着
说雄与演唱等基本的表演艺术，甚至还
能熟练传承鼓钹演奏技巧，此外还可能
是戏班的重要组织者。这种一人多能的
身份特征，让古老的藏戏剧目和表演艺
术集大成地荟萃到戏师身上。在文献资
料偏少而普遍采用口传身授的传承修学
法则时，戏师的艺术水准和记忆状态便
成为藏戏艺术传承发展的重要标准。可
见，藏戏在展现“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
的文化特征时，固然因藏语的方言分类
以及对于藏族民间语言的口头表达，让
藏戏显示出口头艺术特征，实际上亦因

“戏师”在承载这种口头艺术时，以“口传
身授”的法则来维系文化传承，让藏戏在
实现人际传承、代际传承时秉持着“口头
性”的法则。这种特征让“人”对藏戏的传
承与创造作用得以充分展示。

藏戏保护中被突出的“空间
性”，彰显着藏戏在“社会实践、仪
式、节庆活动”中的独特价值。无
论是藏戏演出时遵循的“顿”“正
戏”“扎西”的表演格局，还是藏戏
长期以来附属于雪顿节、望果节等
传统庆典和宗教民俗节日，“空间
性”更多侧重于藏戏与宗教信仰、
文化礼俗、族群观念在互动中所实
现的空间内容。

藏戏亦戏亦仪的特征正是中国
戏曲肇生于社会制度的重要证明。
事实上，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的推进，藏戏的新民俗、新空
间也被创造出来。尤其是 2006 年
起，把每年6月第二个周六作为中国
的“文化遗产日”以来，藏戏的生
态空间悄然发生变化，从全区遴选
代表性藏戏演出团体进行为期一个
多月的演出，以及由此而推进的

“藏戏大赛”、罗布林卡藏戏展演等
活动，已然让藏戏会演与艺术竞技
打上了非遗文化烙印。从“非遗日”
到“雪顿节”所形成的这种藏戏展演
与遴选方式，促成了藏戏在新时代中
伴随非遗保护工作产生出新生态，突

出地展示着与传统节日庆典演出并行
不悖的文化定位，是对藏民族群体性
的艺术记忆与生活方式的持续拓展。

藏戏保护中的“表演性”集中地

呈现于藏戏作为传统表演艺术，在其
唱、舞、表、韵、白、技、谐、面
具、装扮等多元艺术中的突出作用。
这些综合性的技艺也是藏戏“口头

性”“空间性”得以延续的核心基础，
是藏戏非遗属性最主要的文化标识。

在10多年的非遗保护中，西藏藏
戏的众多表演团体为表演艺术的传承保
护作出了重要努力。例如，西藏藏剧团
从建团以来就一直致力于藏戏从传统向
现代的转化。在近年的艺术创作工作
中，有序地完成《金色家园》《六弦情
缘》《藏香情》《次仁拉姆》《最美格桑
花》等现代戏作品，同时完成《文成公
主》京藏版、青年版等优秀传统戏整理
改编，特别是将“八大藏戏”有序地进
行整理改编，让藏戏传统与现代创作交
相辉映。而民营院团中的拉萨娘热民间
艺术团，在众多藏戏团队中是唯一能够
全部演出八大藏戏剧目的团体，在非遗
保护中将广场演出、舞台演出的多个版
本进行声像记录，极大推动了觉木隆藏
戏的文化传播，同时也借助多元的推广
形式，推进在国家艺术展演平台和更多
城市的藏戏推广。民营院团中的西藏城
关雪巴拉姆艺术团则在保持传统剧目风
格的同时，也尝试在年轻人中进行深度
的文化推广，并探索现代戏创作以推动
传统表演艺术的现代创新。这些实践让
藏戏在传统观演关系中的艺术个性，随

受众群体的扩大和审美需求的多元，更
加强化了艺术性的内涵展示。

藏戏非遗保护工作在“口头性”“空
间性”和“表演性”的突出成绩，展示了
中国戏曲在艺术传承与发展中的重要
实践方式，契合藏戏自身的艺术规律，
这也成为构建藏戏艺术体系的重要视
角。由于藏戏在历史上基本保持口传身
授、附属节日庆典演出的特征，藏戏活
态艺术经验亟须进行艺术挖掘整理，同
时，这种基于“人”的活态内容进行的跨
载体著录，也是藏戏理论体系进行推进
的重要方式。就中国戏曲艺术体系与理
论体系而言，艺术体系与理论体系共相
表里、一体两面，完备的艺术体系建设
是深入的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和重要
组成部分，藏戏亦莫能外。对于藏戏艺
术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桑吉东智先生
《西藏和平解放70年藏戏研究主要成
果及其学术贡献评述》一文有详细的综
述和评价，基本展示了藏戏目前在史论
领域的研究前沿，也可以看到藏戏艺术
整理和涉及的基本领域，由此能清楚地
了解藏戏在艺术整理与研究中还存在
很多学术空间，藏戏艺术体系和理论体
系建设更需大力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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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戏曲艺术的理论体系，
张庚先生曾经提出过著名的结构形
态，即文献—志—史—论—批评，其
中批评是理论的最高阶段。这一学术
结构既奠定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学
研究的基本内容，同时也为中国戏曲
的理论体系建设作了整体规划。藏戏
艺术体系与理论体系的建设同样需要
以此为纲，进行必要的挖掘整理。具
体而言：

藏戏文献资料：由文字和其他
媒介形式记录的与藏戏相关的各类
文献。藏戏是藏族传承既久的文化
艺术形式，在表演艺术的基础上与
其他相关的文化形式错杂交织，因
此，在传统的藏传佛教经律论、历
史典籍、公私档案文书、图像绘画
等既有文献中，凡是与藏戏表演内
容及群体、个人相关内容，都可以
视作藏戏文献资料。包括佛教十明
学中涉及的表演思想，虽然在理论
上似乎与藏戏实践存在差距，但构
成了藏戏艺术实践的理论支点，仍
需要高度重视。特别是随着现代新
媒体形式的出现，载之于影像、视
听等媒介中的藏戏内容，进一步深
化了藏戏文献资料的范畴。

藏戏志书：通过对藏戏艺术本体
所涉的相关方面，如唱、舞、表、韵、白、
技、谐、面具、装扮、调度等，进行全面
的艺术经验和规则规范的文字梳理，
完成对藏戏剧种志、文学志、表演志、
音乐志、舞台美术志等内容的全面著
录。除此之外，与藏戏本体相关的个
人、团体，如藏戏戏师、藏戏演出团体
等；与藏戏演出相关的民俗、礼仪等，
都需要以口述或文字形式，完成戏师
志、剧团志、藏戏戏俗志等志书的整
理。志书涉及的内容已经有《中国戏曲
志》西藏卷、四川卷、青海卷、甘肃卷
等，以及近年推进的《中国戏曲剧种全
集》中关于14个藏戏剧种的剧种文化
综述研究和由西藏非遗保护单位进行
的全区藏戏演出队基础资料图片整
理、藏戏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记录
工作等，这些工作也需要持续推进。按

照志书的规范要求，尽可能实现藏戏
之人、之艺、之团、之俗的志书书写。

藏戏史、论等研究，是藏戏研究
的深度展现，是对藏戏艺术的理论深
化。即如桑吉东智先生所梳理的，西
藏和平解放70年来在国内外涌现出
了一批藏戏研究的优秀成果，对于揭
示藏戏文化底蕴作出了重要努力。但
是相对于中国戏曲的其他剧种，例如
昆曲、京剧、粤剧、越剧等在众多的
前期成果基础上，有昆曲学、京剧学
等学科体系的创建呼声，藏戏研究的
体系性尚显不足。因此，借助于多元
的学科方法，推进藏戏理论研究是当
前藏戏研究界的重要任务。在2021
年第三届藏戏传承保护学术研讨会
上，学者专家的地域范围突破了四省
区范围，其年龄亦以中青年为主，其
学术视野也多以人类学、社会学结合
音乐学、表演学、戏剧学等综合方
法，这都是藏戏研究至为可喜的局
面。但相较于中国其他剧种乃至于剧
团、优秀的艺术代表所进行的丰富的
戏曲研究总结工作，藏戏研究工作成
果还没有获得应有的数量和质量。

因此，藏戏的艺术体系建设与理
论体系建设还存在很多空白领域，既
有的整理总结和研究成果还需要继续
进行开拓。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
所与西藏民族艺术研究所共同商定推
进《藏戏艺术体系研究》项目，希望通
过整合西藏、青海、四川、甘肃等省区
的藏戏和戏曲研究力量，由两个研究
所进行整体学术规划和统筹，共同推
进对藏戏艺术的整理、挖掘和研究。这
也是落实援藏工作、推进形成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切实举措，通过汉、藏
学者共同协作，推进藏戏体系建设，维
护国家文化安全。为了有效推进藏戏
艺术和学术的工作，整个项目拟以五
年至八年为期，分三个阶段推进，整体
上实现藏戏艺术的全面记录整理和基
础理论建构。具体包括：

《国内外藏戏研究文论选编（附藏
戏研究成果总目）》：成果将汇集截至
2022年1月1日前所有的研究成果目

录，同时在目前成果基础上，遴选最具
代表性的论文和论述，包括论著节选，
研究成果及声像目录等，形成《藏戏研
究文论选（附藏戏研究成果总目）》。特
别是对国外有影响力的研究专著，推
进其译介工作。

《藏戏历史文献辑录》：成果将汇
集截至1949年以前被载录于各类文
献中涉及藏戏的文字记载、图像等，
文献涉及西藏、青海、四川、甘肃、
云南等省区目前可见的各类文献形
式，同时也包括汉文文献中涉及藏戏
的内容。

《藏戏戏师及相关传承人艺术口
述志》：成果以藏戏戏师为中心，全面
记录戏师及传承人的人生履历与艺术
经验。目前在国家级传承人和省区级
传承人中，戏师的数量达到40人，而
西藏民间藏戏队即有150多个，另外
有藏戏省级剧团3个。因此，从戏师中
选择有代表性的传承人，进行细腻的
口述访谈，尤其侧重藏戏艺术经验的
总结整理，形成个案，带动当前戏师对
藏戏艺术的著录。

《藏戏代表性剧院团志》：以藏戏
剧院团为主体，从目前近200个藏戏
剧院团中选择最具代表性的剧院团体
30个左右，尤其是在剧院建制比较
完整、历史悠久、风格流派比较独
特、传承比较稳定等方面作为标准，
按照统一的编撰体例，完成院团志的
总结整理。

《藏戏艺术田野志》：成果以当代
藏戏学者田野调查成果为主体，按照
藏戏剧种生存空间的实际内容，通过
田野调查的形式，以记录者立场为基
础，全面深入地记录承载于人、群体的
藏戏剧种及流派艺术。在西藏的夏尔
巴玛尼戏、巴贡戏、昌都藏戏、门巴戏、
白面具戏、蓝面具戏和相关剧种的流
派形态，以及青海黄南藏戏、果洛马背
藏戏、玉树格萨尔藏戏、甘肃南木特藏
戏、四川德格藏戏、康巴藏戏、安多藏
戏、嘉绒藏戏等剧种中选择。

《藏戏剧种志》：成果依托于《中
国戏曲志》《中国戏曲剧种全集》等

丛书的前期工作，更加全面地推进以剧
种为基础的志书编撰，按照剧种所涉及
的文化要素，以统一的编撰体例，实现
剧种志的总结整理。

《藏戏艺术图谱》：成果以图片影像
为基础，用影像展示藏戏艺术，参诸中国
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推进完成的《昆
曲艺术图谱》、广东倪惠英主编《粤剧表
演艺术大全》等著作，用图片形式全面展
示四个省区藏戏艺术的艺术印象。

《藏戏史论研究丛刊》：成果包括
《藏戏戏师研究》《藏戏剧种系统及流派
研究》《藏戏表演艺术研究》《藏戏音乐
艺术研究》《藏戏礼仪演出艺术研究》
《藏戏戏俗研究》《藏戏文学艺术研究》
《藏戏发展通史》《藏戏艺术通论》等，
以课题项目制的方式，集体涉及研究框
架与体例，约请当前年富力强的藏戏学
者进行攻关研究。

上述成果项目内容最终将以《藏戏
艺术体系研究丛书》出版。由于藏戏艺术
整理和研究客观存在的巨大困难，本项
目以先易后难的方式，分阶段推进。该研
究项目在2021年首先获得了中国艺术
研究院院级科研基本业务费的资助，拟

推进第一期学术规划，以完成基础资料
整理工作。同时，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
究所和西藏民族艺术研究所，也会持续
推动该项目纳入国家哲学社科艺术学重
大项目，以便更加凸显该项目在戏曲艺
术研究中的独特性和重要性。

藏戏是为人类所共享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是中国戏曲艺术体系和理论体系
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
《藏戏艺术体系研究》项目还只是一些
构想，未能尽善，亦未能尽准地符合藏
戏文化艺术的实际，而且在推进的过程
中，也可能因为各种因缘和挑战而不能
善始善终。比如，在相关省区的戏曲研
究力量明显不足、科研经费不能到位、
研究构成中的条件多有不足、汉藏语文
的翻译等等。但是，作为理论研究者，
面对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我们有责任
尽力多做一些整理、研究工作，今天的
一点推进，都是藏戏体系建设之福。聚
沙成塔，集腋成裘，藏戏艺术的传承
者、参与者、关注者共同努力，藏戏的
艺术体系、理论体系便有走向成型的任
何可能。这是最值得期待的，也是最值
得勠力而为的！

▲藏戏的广场演出


